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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5G 技术的虚拟仿真警务训练平台传输链路技术》

编 制 说 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来源于广西警察学院创新创业项目“公安练兵在“云端”——基于 5G 技术的虚拟仿

真用枪训练平台”。 虚拟仿真用枪训练作为一种高沉浸性体验,必须依赖高效率的网络环境,当前

的 4G 网络无法完成 VR 巨量数据的传输,必须依赖有线网络传输,导致当前的 VR 射击训练具有距

离和动作的局限性｡ 项目团队创新引入 5G 网络,将 VR 需要处理大量数据放在边缘云,使得数据延

迟减少了 10 倍,流量及容量提高了 100 倍,网络效率提高了 100 倍,5G 的高带宽､ 低延时､ 切片

网络保证了 VR 训练的高体验针对当前公安民警用枪训练的痛点，攻克技术难关，充分利用 5G

技术优势，在国内率先解决了传统虚拟仿真射击训练不真实、游戏感重的缺点，将存储、运算等

功能依托 5G 技术放在云端，形成了用枪训练软硬件一体化产品，使用户避免实弹射击的危险性，

又能够置身于“复杂、高危、高压”的可交互沉浸式虚拟实战环境中，市场前景广阔。

（二）起草单位情况

《基于 5G 技术的虚拟仿真警务训练平台传输链路技术》标准起草单位为广西中小企业联合

会、广西警察学院大数据应用研究中心、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广西博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中小企业联合会相关人员负责标准总体制定方向的把握、规范性、政策符合性指导。

广西警察学院大数据应用研究中心相关人员负责确定技术需求，从业务需求角度提出标准技

术要求，从整体上把握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负责标准框架及安全技术要求部分草案编制，并

承担标准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标准文本起草和技术讨论牵头工作。

广西博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参与标准起草过程中技术细节的讨论，负责从技术实现

角度把握标准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三）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承担工作如下表所示。

起草人姓名 工作内容

侯文雷
负责标准总体方向和原则的把握，业务需求的收

集，以及标准整体牵头工作。

吴海斌
负责标准技术讨论的组织协调、文献资料收集、标

准框架拟定、标准整体内容的编写和修改工作。

罗春华
参与标准起草过程中技术细节的讨论和技术指标合

理性分析等工作。

何娇
负责标准规范性、政策符合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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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工作过程

主要阶段包括：

1.立项准备阶段：2022 年 3 月—2022 年 5 月，标准编制准备，形成标准草案初稿。

2.讨论修改阶段：2022 年 5 月—2022 年 9 月，讨论并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先进性与合理性的原则。

1、系统性

本标准的编制，系统性分析基于 5G 技术的虚拟仿真警务训练平台传输链路承载网络的类型、

特点和承载业务，分析链路安全接入要求，确保在总体架构和技术要求上的完整统一。本标准作

为 5G 技术标准体系中的标准之一，与体系内其他相关 5G 技术标准的要求保持一致。

2、科学性

本标准的编制，参考政府尤其是行业信息资源共享标准，科学分析系统各项内容及其相互逻

辑关系，确保各部分内容科学严谨。

3、先进性

本标准的编制，深入研究国内外通信网发展现状、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设计了满足链路接

入控制、链路监测服务、网络安全防护、网络安全控制等多种实际需求，保证架构和技术先进性

和前瞻性，满足未来若干年 5G 技术的发展需求。

4、合理性

本标准的编制符合国家大数据战略，充分结合现有虚拟仿真平台基础设施及应用支撑体系，

完善虚拟仿真警务训练平台总体架构体系，进一步强化了虚拟仿真警务训练平台的网络安全和运

行支撑安全的理论基础，符合信息化工作的实际需要。

三、主要试验验证结果及分析

本标准在制修订过程中主要参考了创新创业项目的具体成果，硬件上，参考研发出VR枪械

控制电路，采用 5G混合专属网络以 5G数据分流技术为基础,通过无线和核心网控制网元的灵活

定制,构建一张增强带宽､ 低时延､ 数据不出园的基础连接网络｡ 转发面网元 UPF私有化部署,无线

基站､ 核心网控制面网元按共享部署,端到端采用灵活混合组网模式,实现数据不出学校,满足安全､

低时延及业务隔离的需求｡邀请射击教官参与，总结整理了相关领域其它专业终端接入时对于链

路传输质量、内容加密等安全要求，同时基于终端承载业务和使用场景制定了层级化链路接入控

制、动态化安全防御管控等体系，并组织对技术细节进行确认，充分考虑技术要求的合理性、可

行性，确保技术要求可落地、可实施。

四、标准水平分析

本标准规定了基于5G技术的虚拟仿真警务训练平台传输链路的建设规范性要求、链路接入

控制要求、安全防护要求和网络接入控制要求，达到广西领先水平。

五、采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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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六、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未发现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相违背。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无。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

本标准为团体推荐性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

本标准基于应用场景描述了基于5G技术的传输链路的建设规范性要求，以及虚拟仿真警务

训练平台通过不同类型的无线专用传输链路接入平台时的接入控制、安全防护等要求，建议本团

体企业建设研发的相关平台通过无线专用传输链路接入公共信息网络时依照本标准执行。

十、废止、替代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